
高中语文知识点总结重点超详细(通用8
篇)

学习总结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种系统的学习方法和习惯，使
学习更加有条理、高效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军训总结
范文，供大家参考，希望对大家的写作有所启发。

高中语文知识点总结重点超详细篇一

昼夜之分是指由于地球是不发光、不透明的球体而引起地表
向日的一半明亮而对应的另一半黑暗的现象。昼夜更替是由
于地球自转而使地球产生的白昼与黑夜以一个太阳日(24小
时)为周期的交替现象。而昼夜长短、是由于黄赤交角的存在
和地球公转引起太阳直射点的移动，使除命道外的各纬度昼
夜长短产生周年变化的现象。

2.地壳、软流层与岩石图

地壳的范围是在地表以下、莫霍界面以上。软流层位于地幔
上部，在地下约60千米—250千米至400千米处。岩石圈则从
软流层以上直到地表。三者的关系可表示为：岩石圈=地壳十
上地幔顶部=软流层以上部分。

3.流星体、流星现象与陨星

运行于行星际空间的固体块和尘粒称流星体。当它高速冲入
地球大气层，与空气分子激烈碰撞而燃烧产：生的光迹称为
流星现象。降落到地面未能燃烧尽的流星体的“残骸”则称
陨星。

4.节气与季节

节气是根据天气和物候的演变情况确定的，以太阳在黄道上



运行15.为划分标准，一个回归年有24个节气。季节;是根据
各地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周年变化情况确定的，以太
阳在黄道上运行90度为划分标准;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
一年中寒来暑往及物候的变更情况。

5.气温递减率与地温递增率

前者表示对流层内气温随高度而逐渐下降的变化率。平均每
上升100米，气温下降0.6℃。后者表示常温层以下一定深度
内，地温随深度逐渐增高的变化率。平均每深100米，温度增
高3℃。

6.太阳辐射、太阳辐射强度与太阳常数

太阳辐射是一个物理概念。是指太阳向宇宙空间发射的电磁
波和粒子流。太阳辐射强度是一个物理变量，指每平方厘米
的地球表面每分钟获得的太阳辐射能量。其大小随纬度、太
阳高度和时间而变。而太阳常数是一个物理常量，指在日地
平均距离条件下，地球大气上界太阳高度角为90°时的太阳
辐射强度。其数值为8.16焦/厘米·分。

7.海陆风、季风与季风气侯

海陆风是由海陆之间的气压日变化而引起的，仅出现在滨海
地区，是一日之内风向转变的现象。季风是由海陆热力性质
的差异所导致的海陆之间气压中心的季节变化(或气压带和风
带位置的季节移动)，而季风是一种大范围内的盛行风向随季
节有显著变化的风系。但有季风的地区不一定就形成季风气
候，只有在海陆对比显著、风向变化明显的热带、副热带和
温带大陆东岸的季风区分布的才是季风气候。

8.气象、天气与气候

气象是表明大气特征的物理状态和物理现象的总称。包括气



压、气温、温度、风、云、降水等要素。天气是指短时期某
地义气中的气象变化情况。它是由各种气象要素综合表述的
大气物理状况。气候则是指一地区多年现察所得到的概括性
气象情况。天气是多变的，而气候则较为稳定。

9.水体与水圈

水体是指由天然或人工形成的水的体，如海洋水、河流水、
湖泊水;大气水等;水圈是地球上各种水体的总称，是一个连
续的不规则的圈层。

10.径流与径流量

径流是指降水扣除蒸发量等损耗后沿地表、地下运动的水流。
径流量则是指一定时段内通过某一河流断面的水量，单位：
立方米/秒。

高中语文知识点总结重点超详细篇二

(一)注意学习效率。带着预习的问题听课，可以提高听课的
效率，能使听课的重点更加突出。课堂上，当老师讲到自己
预习时的不懂之处时，就非常主动、格外注意听，力求当堂
弄懂。

同时可以对比老师的讲解以检查自己对教材理解的深度和广
度，学习教师对疑难问题的分析过程和思维方法，也可以作
进一步的质疑、析疑、提出自己的见解。这样听完课，不仅
能掌握知识的重点，突破难点，抓住关键，而且能更好地掌
握老师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，进一步提高自己
的学习能力。

(二)独立做题。要独立地(指不依赖他人)，保质保量地做一
些题。题目要有一定的数量，不能太少，更要有一定的质量，
就是说要有一定的难度。任何人学习数理化不经过这一关是



学不好的。独立解题，可能有时慢一些，有时要走弯路，有
时甚至解不出来，但这些都是正常的，是任何一个初学者走
向成功的必由之路。

(三)笔记本(纠错本)。上课以听讲为主，还要有一个笔记本，
有些东西要记下来。知识结构，好的解题方法，好的例题，
听不太懂的地方等等都要记下来。课后还要整理笔记，一方
面是为了“消化好”，另一方面还要对笔记作好补充。

笔记本不只是记上课老师讲的，还要作一些读书摘记，自己
在作业中发现的好题、好的解法也要记在笔记本上，就是同
学们常说的“好题本”。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笔记本要进行
编号，以后要经学看，要能做到爱不释手，终生保存。


